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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瀑布沟水电站黑马鱼类增殖放流站是大渡河流域鱼类资源保护的重要水生生态补偿工程，在分析黑马增殖

放流站选址、设计、建设及运行管理方面经验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该工程对大渡河流域鱼类资源保护、水电行
业鱼类增殖放流工程设计的工程意义和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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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  The  Heima fish  multiplication  station  of Pubugou  Hydropower  Project  is  an  important  aquatic  ecoIogy

    compensation facility for the fish resources protection in Dadu River basin.The site selection，design，construction，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Heima 6sh  multiplication station are introduced  herein.The  station  has played great role in the
    protection of  行sh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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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瀑 布沟 、深溪沟水 电站位于四川省西部大渡河    原则 ，确定增殖放 流对象 。目前将稀有朐鲫 、长薄

中游汉源县和甘洛县境 内 ，是 以发电为主的水利水    鳅 、重 口裂腹鱼 、齐 口裂腹鱼 、鲈鲤 、中华倒刺鲍

电工程 ，两电站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均非常显著。    和长吻娩等可人ir繁殖的鱼类作 为放流对象 。作为

但 电站建设 将对大渡河 的水生生物资源带来一定的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的川陕哲罗鲑 ，人工繁殖成功后

负面影 响 ，需 采取有效措施予 以缓解 。根据我国现    将作为重点放流对象 。不同鱼种放流计划如下 ：

行相关 环保 法律 、法规 以及瀑布沟 、深溪沟水 电站    ①稀有绚鲫 。计划每年向流沙河中 、上游投放

环境影 响报 告 书及其批复意见的要求 ，建设了增殖    规格 为 3 cm的鱼种 10万尾。②鲈鲤。计划每年向

放流站以满足两电站水生生物保护的需求。     流沙河中 、上游及大渡河干流瀑布沟坝址上 、下游

    黑马鱼类增殖放流站是 国内水 电行业较早建成    河段投放规格为 5～8 cm的鱼种 1  万尾 .8-13 cm的

运行 的鱼类 资源保护 工程 ，在大渡河流域鱼类 资源    鱼种 1  万尾 。③长薄鳅 。计 划每年 向库尾 以上河段

保护 、探索增殖放流 站设计 、建设 和运行管理经验    投放规格为 3 cm的鱼种 3万尾 ：④重 口裂腹鱼 、齐

等方面具有重要 的意 义。     口裂腹鱼 、白甲鱼 。计划每年向大渡河中 、下游放

1  黑马鱼类增殖放流站概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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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规格为 5～13 cm的齐¨裂腹鱼 、霞LI  裂腹鱼各 10    1  0万余尾 ，齐 [  I  裂  鲅 鱼 10万余尾 .最  【  ]  裂  鳆龟 2
Jj？尾，Fl甲鱼 20万尾，，⑤中华倒刺鲤.，计划每年向    万余尾，长溥鳅 0.15  万尾 ，长吻脆  10万余尾 ，I'J

大渡河中 、下游投放规格 为 5～1  3  。Ⅲ的m种 1  0 JJ？    l  II frl'7 J，余尾，总计放流 6  种鱼苗。近  40  ，JI尾 ，K溥

尾.，⑥长吻豌。计划每年在大渡河rf J、下游投放规    鳅人 Ii繁殖技术获得突破 .IF在研究提高孵化牢和
格 5～13 cm的鱼种 10万尾。，     成活率，稀有购鲫 、鲈鲤等鱼种正在进行人 T：繁殖

1.2  增殖站选址和主要建筑物     研究，将竹；为叫印放流鱼种 ，力争在 20l l  ‘卜达到 8

1.2 1  选址    种仉陌56万尼的放流能 力，、

    瀑布沟电站黑马营地 ，位于片洛 与汉源交界处，    2.1.2  科学研究

距汉源县城 20 km。该营地距放流地点最远距离为    为更好地研究大渡河稀有鱼类 的人工繁殖 ，大
30～40 km，最近只有 l  ～2 km。用水水源为山泉水.    渡河公 司委托四川省水产研究所作 为珍稀鱼类科研

水量稳定 ，泉水水量 0.1 m，/s.符 合 GB  l 1607—89    项 目的技术支撑单位 ，共 同开展了  “川陕哲罗鲑 、

《渔业水质标准》，上游无工业污染.满足建增殖站    稀有觞鲫 、长薄鳅 、青fi爬觥等鱼类繁殖基础生物
基本条件，且生活、工作方便，易于管理，j    学研究”  、  “齐 【—J裂腹鱼 、R  I  j  裂腹鱼、青石爬觥 、

1.2.2  建设规模及主要建筑物   r1甲鱼等鱼类人 Iil繁殖技术研究”  、   “放流及主要经

    考虑到受瀑布沟 、深溪沟工程影响鱼类资源恢    济鱼类苗种培育技术研究”、  “鱼类放流技术的影响

复的需要 ，同时兼顾水库养殖的部分需求 ，年需放    研究”、  “齐LJ裂腹鱼、匝L：]裂腹鱼 、青石爬觥 、白
流曲种约 55.5  万尾，。在设计规划上一方面考虑增殖    甲鱼等养殖生物学及技术研究”、  “氮气过饱和对鱼

站功能的需要，另一方面兼顾环境的美化。    类的研究”  和 “下泄低温水对鱼类影响研究”  等 7
    增殖站主要设施包括蓄水池 、培苗车间 、孵化    大课题研究，力求利用专业技术单位丰富的冷水鱼

设施 、供电设施 、增氧设施 、办公用房 、道路 、捕    技术优势尽快实现大渡河珍稀鱼类保护人 r增殖放
捞设施 、亲鱼培育池 、曲种培育池 、排灌系统等 ，    流技术的突破 ，尽可能减小大渡河流域开发对珍稀

增殖站建成后 ，具有从亲鱼饲养到大规格鱼种培育    保护鱼类的影响。在各方的共同努 力下 ，鱼类增殖
一整套人 I  ：   繁育系统，，     站成功获得 r长溥鳅野生亲鱼人 I  ：繁殖的成功，繁

    增矾站的ji要建筑物包括 薪水池 、产卵池和孵    硝⋯长溥鳅仉m”∽f‘，J‘余尾
化池 、培茁 车间 、亲鱼池 、胁种培育池等 .增殖站    2.1.3  流域水生生物监测

总用地面积约为 14 533 mz。培苗乍间占地约 1 478    为 r解水电站修建后对流域 该河段水生生物物
m一；亲鱼池按 12 m直径圆形池建造 ，基础深度 150    种资源 、l J司边水，￡环境的影响，大渡河公司在每年

cm，规划 占地面积约 4 860 mz；小 型培苗池 占地    3  月～5  月、9月～10月间，分两次对大渡河中游河段

2 185  --.2；蓄水池 占地面积约 1 500 m2；综合楼 占    的多个断面进行水生生物监测 。主要包括 ：①对库
地 510 rt.2；场区道路绿化占地约 4 000 mz。    区各种鱼类种群数量进行调查 。②在库区采点抽样
    随着大渡河水电资源的进一步开发 .增殖放流    检测浮游植物 、浮游动物和底栖生物的生物量 ，由

需求将进一步扩大。增殖站将可按需要扩大 .计划    此可以推测出整个库区的水质营养指数和鱼类的天
二期工程 占地 4 500 m2，=三期1：程 占地 4 000 tlnz，    然饵料量 。③通过水生生物量和生物环境的监测与

最终总占地规模约 2.3 htT.z。     调查 ，研究因工程建设而引起 的渔业资源 与环境问

2  黑 马增殖 放 流站 的 运 行 与管理     蓑晶孬萎惹茬_雾棠翁芝磊褒雾粱墓薰霾半凳霉柔

2.1  增殖放流站的运行     进行‘[程环境影响回顾评价 、验证和复核 ，环境影

2.1.1  鱼类人工繁殖和放流情况     响评价结果以及库区的渔业 资源 与环境 保护管理

    根据增殖站设计规模和鱼类特点.于 2008年在    提供依据，落实工程建设中的渔业资源与环境保护
瀑布沟水电站黑马营地投资建设完成了黑马鱼类增    措施.、

殖放流站，并 t  j四川省水产研究科研单位签订了水    2.2  增殖放流站的管理
产技术支撑协议。，经过近 2年的运行管理.黑马鱼    2.2.1  管理体制

类增殖站初 步达到 了首次放流 的技 术条件 。，根据    2008  年  8  月 ，黑 马鱼类增 殖站竣 工并投入运
《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  （农业部令第 20号）    行。国电大渡河流域水电开发有限公 r订 （  以下简称

及栩荚法律法规政策要求 ，于 2010年 4JJ开展 r大    “大渡河公司”）  成立 “大渡河流域珍稀鱼类保护研
渡河流域 首次增殖放流T1作。，此次放流中华倒刺钯    究中心”  负责增殖站的运行管理。，



2.2.2  运行 、维护与管理     站于 2009年 7、8月及 10、1 1  月间.针对瀑布沟水

    增殖站正式投运 以来 ，火渡河公 .H在中国水电    库蓄水 前和蓄水后 的水生生态环境 的变化 .在大渡

顾 问集 团成都勘测 设计研究 院和四川省水产研究所    河流域官料河 Li  、深溪沟坝下 、瀑布沟坝下 、瀑布

等专业技术 单位 的大力帮助 下，在 市约用水 、科学     沟库区 、西街河 U、流沙河 U、宰骡河 口等 7个断

养殖方 面逐步摸索建立起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办    面进行水生，t物 监测 。在各 断面点通过租船捕捞 ，

法 。一是通过统筹规划 ，针 对不同习性的鱼类采用    寻查 访问等方法对大渡河流域这一河段的珍稀鱼类 、

全流水或者静水配 合增 氧机 的模式进行养殖 ，不仅    特有鱼类 以及主 要经济鱼类进行监测 ，主要调查这

最 大限度地满 足各种 鱼类生长的溶氧及养料需要 ，    些鱼类的种类组成 、种群结构 、种 群资源量在库区

而且通过分类管理 ，极大地节约了用水量 。二是针    蓄水 前后的对 比情况 ，并积 累在人iT增殖放流前的

对不同规格的鱼类 ，采取定时 、定点 、定量 、定质 、    水生生物资源总量。，2010年开始逐年放流后 ，通过

定人的 “五定 ”  法 ，选取 符合鱼类生 艮的饲料进行    每年春秋 2次水生生物 监测 ，了解人 广增殖放流对

科学投喂 ，一方 面保障了野生亲m的 lE常 发育 ，另    水，F鱼类的种群恢复效果 ，并进一 步分析水 电站对

一方 面保证 了鱼苗的健 康生 长  i是在鱼病的预防    水生生物的影响。，

控制 L，通过 “巡 、行 、测 、防 、治”  州结 合的方    （2）  探索 ⋯ r较 为成熟 的运行维护管理模式和

法预防水产 养殖疾病   四是完 善安全防范制度 ，根    T作方法 ，为流域 内其他鱼类增殖放流站的运行和

据实际情况编写川 电 、用 水的安全预案，采取 白天    管理提供 r基础 。黑马增殖站经过近两年来 的运行

定时巡逻检 查 ，晚 L定人值班 的措施 ，保 障人 身、    管理 ，摸索出ir一套适合“I区 、急流 、冷水性鱼类

财产的安全。，    的运行管理经验 ，相应的管理模式 和制度 已处于行
    、II，盘而阜：，Ir j亚.

3  黑 马 增 殖 放 流 站 的 实 践 意 义 和 价 值 —“{筹 、主*和科研攻天相结合 ，相互促进 ，相互

3.1  工程实践意义    发展 ，为进一步保护 、恢 复大渡河珍稀鱼类生物物

    （  1  ）  有助于促进水 I乜行 、Ik鱼类增殖放流技术 的    种提供 ‘r科技保障。

不断发展 、完善 。黑马鱼类增殖放流站是 国内水 电    （4）  为促进 I：程建设及流域 水电开发与生态环

行业较早建成的鱼类增殖放流工程 ，近两年来的运    境保 护的协调 、持 续发 展提 供 了制度保 障 。根 据

行管理 经验有效地 验证 了设 计]：艺方案的可行性 、    《四川省大渡河干流水 电开发鱼类增殖放流措施布局

实用性及有效性 ；黑马鱼类 增殖放流站设 计报告填    规划 专题研究报告》  规划 的水生生物保护措施 ，大

补 了行业 的空 白 ，基本 I：确 定了类似 工程的设计思    渡河十流还将在马尔康县 的双江 【J水电站和康定县

路和流程 ，为同类 工程设 计提供了宝贵的参考资料 .    的猴子岩水 电站建设 鱼类增殖放流站 ，分别针对大

对推动水电行业 鱼类增殖放 流站 1  ：  程设计经验 、并    渡河一J  ：游 和下游水 ，仁生境及鱼类资源特点 ，进行人

催生丰}I关设 计规范的⋯台具有积极的意义。、    T增殖放流 。黑马鱼类增殖放流站 一L程 的成功将 为

    （2）  为水 电行业增殖放流站 I  ：  程的运行模式做    整个大渡河流域鱼 类资源的保护奠 定坚实 的基础。

ff 5了积极 、有益 的探索和尝试 。 目的，国内水电行    同H寸，拓展相关经济鱼类的水产养殖 ，从经济层面

业涉及到 的鱼类增殖放流站—丁程 ，在主体 ]：程概算    保证了增殖放流的，  ，r持续发展 。

中仅计列 了试运行期 以前的 费，H；由于增殖站綦本     （责任编辑   高   瑜）

没有 独立运行 的经济 能力 ，随着水 电 rj程 的投产 ，    .  +..+..+。+。+..+..+。+。+..+。+。+。+。+。+++。+。+。+..+.+。+.

增殖站 ]工程相应的运行 费用将纳入电站运行成本统

筹考虑。黑马增殖站一方面依靠电站主体工程概算    瀑布沟水电站3号机组转子吊装成功

支撑其 日常运行 ，同时对于走 向市场化也做“；了积    201  0  年4  月 18 H，瀑布沟水电站 3  号机组转子顺利吊

极的尝 试。如果能在经济运行模式上取得一些成绩 ，    入机坑，为实现机组7月 1日发电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

也可 显著提高水电建设单位前期投入的积极性 。    3  号机组转子重约 l l  60 t  .转子在施工现场进行支架组

3.2  运行管理实践价值     焊、直筋加工、磁   轭叠装、磁极及附件安装等]：作。借鉴已

    （  1  ）  黑马鱼类增殖放 流站 的建成运ii切实恢复    投产的3  台机组转子安装经验.瀑布沟分公司会同监理、厂

r大渡河流域 的鱼类资源—量 ，有效恢复了大渡河的    家、施 [单位等参建各方认真总结、科学组织、保证质量、

水生生物资源 。为调查瀑 布沟 、深溪沟水 电站的修    快速地完成了3  号机组的各项施T，顺利通过了各项分部验

建对大渡河流域水生生物环境 的影响 ，以及增殖放    收和整体验收，各项实验数据显示，3  号机组转子安装质量

流活动对恢复水生生态环境 的效果 ，黑马鱼类增殖    合格，满足设计和国家技术规范要求.    （宋乃奎）


